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进口货物增值税进项税

额抵扣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7］350号）的规定：纳税

人进口货物取得的合法海关完税凭证，是计算增值税进项税

额的唯一依据，其价格差额部分以及从境外供应商取得的退

还或返还的资金，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但另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平销行为征收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

167号）的规定：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无论是否有平销行为，

因购买货物而从销售方取得的各种形式的返还资金，均应依

所购货物的增值税税率计算应冲减的进项税金，并从其取得

返还资金当期的进项税金中予以冲减。

同样是销售货物，同样是从购货方取得的各种与购货有

关的返还收入，为什么对境内取得的返还收入应当冲减当期

增值税进项税额，即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而对从境外取得的

返还收入却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国税发［1997］167号文的本意：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出现的

大量平销行为，即生产企业以商业企业经销价或高于商业企

业经销价的价格将货物销售给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再以进货

成本或低于进货成本的价格进行销售，生产企业则以返还利

润等方式弥补商业企业的进销差价损失。而据调查，在平销

行为中，生产企业弥补商业企业进销差价损失的方式主要有

以下几种：一是生产企业通过返还资金方式弥补商业企业的

损失，如对商业企业返还利润等；二是生产企业通过赠送实

物或以实物投资方式弥补商业企业的损失。平销行为不仅发

生在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之间，也发生在生产企业之间、商

业企业之间。平销行为不仅造成地区间增值税收入非正常转

移，而且会给国家财政收入造成损失。为堵塞税收漏洞，保

证国家财政收入和有利于各地区完成增值税征收任务，国家

税务总局制定了这样一个带有惩罚性的措施：支付返利方不

论是否已计算缴纳增值税，对接受返利方均要作进项税额转

出处理。

但纳税人从境外供应商取得的退还或返还的资金，并不

冲减其进项税额。这是因为：纳税人进口货物缴纳和抵扣增值

税的依据是海关开具的完税凭证，并且进口货物的计税价格

是由海关依法确定的。它和境内企业之间的交易不同：境内企

业之间的交易价格是由企业确定的，如果完全按交易价格确

定计税价格，就很容易出现增值税的非正常转移等情况。所

以，纳税人进口货物的，对纳税人从境外供应商取得的退还或

返还的资金，不需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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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增值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将

以下行为视同销售：淤将货

物交付他人代销；于销售

代销货物；盂非同一县（市）

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

机构用于销售；榆将自产或

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

项目；虞将自产、委托加工

或购买货物作为投资，提供

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

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

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

者；舆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

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

费；余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

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等。

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

规定，企业购进的物资发生

非正常损失以及购进物资改变用途等，其进项税额应相应转

入有关账户。根据这一规定可知，企业的存货减少，只有在下

列两种情况下才能将其进项税额转出：淤存货发生非正常损

失；于存货改变用途。存货减少时，是将其视同销售行为还是

将其进项税额转出，可分以下三种情况来处理：淤凡是将货物

用于投资、偿债、捐赠、利润分配等方面的，不论货物来源如

何，均视同销售行为。于凡是将货物用于在建工程、无形资产

开发、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等方面的，应考虑货物的来源，假

定是外购的，应将其进项税额转出；假定是自产或委托加工

收回的，应视同销售行为。盂凡是货物发生非正常损失，应将

其进项税额转出。上述分类的理论依据如下：

从基本原理来看，在判断一项行为是否需要交纳增值税

时，应考虑其是否具有增值的特性。很明显，将外购的货物直

接用于某一用途时，不具有增值的特性；而企业自产的产品以

及委托加工收回的产品，其增值的特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基本方法来看，“视同销售行为”和“进行税额转出”这

两种处理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这些交易只存在进项税额。“视

同销售行为”是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账户的贷方确

认一笔销项税额，这就会使“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账户

产生一个贷方余额，这就是应交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是

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账户的贷方将原来确认的进项

税额转出，使“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账户无余额。

综合上述两点分析可得出：凡是货物具有增值特性的，应

视同销售行为；凡是货物不具有增值特性的，应将进项税额

转出。

从基本用途来看：将货物用于投资、偿债、捐赠、利润分配

这四种用途之所以都确认为视同销售行为，是税法出于确保

税收的目的。这四种情况下会使货物流出企业，税务部门无法

对其实施监控，所以只能将其确认为“视同销售行为”。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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